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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思潮，现代主义既具有反传统的先锋气质，也不乏唯美的颓废色彩
；左翼思潮既注重现实批判精神，也常常忽略艺术自身规律。
中国新文学在这两种思潮的融合与冲撞中开始现代性追求，并汇入世界现代文学潮流。
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化思潮关系复杂而密切。
它们既在反对传统成规上表现出先锋激进的同一性，又在艺术与政治的主张上存在矛盾；中突。
左翼作家大多接近过现代主义，现代派作家也曾深受左翼思潮影响。
然而，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深受左翼文化思潮的影响，社会
的革命性不断改塑、遮蔽并最终消解艺术的现代性，这种状况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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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洪华（1971—），江西瑞昌人，文学博士，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专著《上海
文化与现代派文学》，发表各类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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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一 左翼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性艺术追求二 左翼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回顾三 本书的研
究对象、重点和难点第一章 左翼文化语境的形成及影响一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革命文学的滥觞二 
俄、日左翼思潮影响下的“革命文学”论争三 左翼文化运动的高涨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四 战争文
化语境下左翼思潮的嬗变及转向第二章 域外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一 初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二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拓展三 战争文化语境下的现代主义诗学追求第三章 鲁迅视野中的
“现代主义”与“左翼”一 “别求新声于异邦”二 从“苦闷的象征”到“科学底艺术论”三 清醒的
“拿来主义”四 “冲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手法”第四章 郭沫若的现代主义“共感”及转向一 “凫进
文艺的新潮”二 在“现代”与“左翼”之间三 “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第五章 茅盾的新浪漫
主义情结及其表征一 新浪漫主义的积极倡导二 已经腐烂的“艺术之花”与新兴阶级的“滋补品”三 
《蚀》：大革命时代的“苦闷”象征四 《子夜》：左翼作家的“颓废”文本第六章 艾青的欧罗巴“
芦笛”与行吟大地的“忧郁”一 彩色欧罗巴的“芦笛”二 “暴乱的革命者”与“耽美的艺术家”三 
行吟大地的忧郁歌者第七章 左翼文化思潮与徐讦的文学选择一 “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二 左翼文化
语境下的文学选择三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嬗变四 都市与战争背景下的现代主义书写第
八章 “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象征派的创作转向一 “异国的熏香”与“纯诗”的主张二 革命的“十字
街头”与“诗歌的大众化”三 左翼文化语境中象征派的都市想象四 象征派对左翼思潮的不同回应第
九章 左翼思潮的高涨与“现代”派群体的焦虑一 政治与文学上的“同路人”二 “第三种人”的主张
与左翼阵营的批判三 “理智与情感底冲突”第十章 九叶派与左翼文学界的聚合与分化一 从《诗创造
》到《中国新诗》二 《诗创造》内部的合作与分歧三 与七月派及其同路人的相惜与论争四 战争文化
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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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是为自己提供思想武器。
他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曾说：“我有一件事是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
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为我而及于别人一一的只信进化论
的偏颇。
”①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译介使得鲁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艺观都产生了“质的飞跃”。
“社会科学这大源泉”不但让他“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而且还“救正”了他“只信进
化论的偏颇”，明确认识到“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②，从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
级论的思想武器，分析各种文学现象。
另一方面，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译介更是为了矫正革命文学阵营内的不良倾向和反对阵营外
的攻击，促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设革命文学，即所谓“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③。
鲁迅在《（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势所必至”的，既要避免
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空嚷”，又要反对阵营外部敌对势力的“力禁”，不能机械地照搬国外无产阶
级文学理论。
他说：“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而先使
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
”④当创造社指责鲁迅翻译《文艺政策》是不甘“落伍”时，他说：“其实我译这本书，倒并非救‘
落’，也不在争先”，“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
和主张相比较，与翻刻王羲之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
是相仿佛的”①。
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鲁迅特别推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一篇，
并引用藏原惟人的按语“遗赠中国的读者们”，“这是作者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
的论文。
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事物。
我希望关心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解决的许多启发”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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